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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对大熊猫影响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熊猫分布区建设项目对大熊猫活动影响评价的内容、指标、方法、结果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野生大熊猫分布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LY/T1845—2009 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技术规程

HJ2.1—201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19—201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HJ/T169—2004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682号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设项目 constructionprojects
按固定资产投资方式进行的一切建设活动和开发活动。

3.2
干扰 disturbance
项目建设与运行中对大熊猫生存与繁衍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或事件。

3.3
评价 assessment
对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对大熊猫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界定和判断其影响范围和等级

的技术方法。

3.4
大熊猫栖息地 giantpanda(Ailuropodamelanoleuca)habitat
能满足大熊猫个体或种群生存和繁衍条件的空间区域,栖息地主要因子包括地形、植被、食物资源

等要素。

3.5
最小回避距离 theminimumdistanceofavoiding
大熊猫活动痕迹点距离建设项目(干扰源)的最近距离,数值越大表明干扰程度越强。

3.6
影响阈值 thedistanceofimpactthreshold
建设项目(干扰源)对大熊猫活动影响变化过程中,在距离干扰源某一特定位置、其影响程度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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